
文學路
我的

text / 趙天儀

橋喜久晴、白萩等創刊《亞洲現代詩集》。

陳千武、趙天儀、白萩、吳麗櫻、蔡秀菊、

賴欣、岩上等創刊《臺灣現代詩》，第一任社長

為白萩，第二任社長為吳麗櫻，第三任社長為賴

欣。

兒童刊物《滿天星》創刊，洪中周、陳千武、

趙天儀、蔡榮勇、岩上等相繼主編。經臺灣省兒

學文學協會、臺灣兒童文學學會等不同時期的發

展，至今還繼續運作。

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由鄭順娘創立至

今，創刊《綠川文藝》，舉辦「個人生命史」文學

徵文比賽，已出刊六輯文集，值得一提。

鄭順娘、趙天儀、陳千武、蔡秀菊等在臺

中市舉辦「新詩童詩創作研究會」多年，值得回

顧。

靜宜大學創辦《全國性兒童語言與兒童文

學》學術研討會，由許洪坤、海柏、鄭邦鎮、趙天

儀等創辦，經文學院時期、人社學院時期、外語

學院時期，已出刊論文集十多冊，李家同校長、

趙天儀院長還舉辦一次《兒童文學國際會議》並

出版論文集。

同校中文系及臺灣文學系舉辦《張文環文

學國際研討會》、《楊逵文學國際研討會》、《巫

永福文學國際研討會》，均有論文集出版，今年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創系十周年，舉辦「大眾文

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系主任張靜茹主

持並出版會議手冊論文集。

真理大學牛津文學獎已十六屆，舉辦過《巫

永福文學會議》、《陳千武文學會議》、《林亨泰

文學會議》、《錦連文學會議》、《李魁賢文學會

議》以及《趙天儀文學會議》均有論文集出版。

由邱若山、趙天儀主編《陳垂映集》四巨

冊，含中文版二冊、日文版二冊，長篇小說《暖

流寒流》由東吳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賴錦雀教授

翻譯，為臺灣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聯盟在日本東京

出版的代表作之一，1999年11月由臺中縣文化中

心出版。

陳明台的《臺中市文學發展史》及其主編的

《陳千武詩全集》十二冊，均由臺中市立文化中

心出版。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歷任系主任陳明柔、

彭瑞金及張靜茹均已舉辦多項臺灣文學活動、演

講會。2013年6月6日將舉辦趙天儀捐贈給靜宜

大學蓋夏圖書館一萬冊以上的捐贈儀式，以回贈

自己的家鄉臺中的大學。

臺中
州，包括彰化、南投及臺中。

我的臺中文學起源自小學時期，三年

多日文教育、短期的臺語漢文教育、三年的北京

語國語教育。臺中師範附小的六年級級任老師徐

德標告訴我：「趙天儀，你到臺中一中，不但要讀

教科書，還要讀課外的書，你要讀歌德與莎士比

亞！」

初中時期，楊錦銓老師教國文，教五四以來的

散文及明清小品文。讓我們創刊《臺中一中初三上

甲組報》，班長陳正澄任發行人，李敖當總編輯，

趙天儀當副刊編輯。與李敖來往，讀《開明少年》、

《中學生》等雜誌。

高中時期，倪策老師教國文，他說：「趙天儀，

像一個浪漫詩人，一天到晚風花雪月，像彩虹一

閃，曇花一現，沒了！」他教我念「哲學」。

臺中文藝青年相聚，有白萩、蔡淇津、游曉

洋、姚恆（徐月桂）、趙天儀等，開始在《公論報》

（藍星周刊）、《臺中民聲日報》等發表新詩與散

文。

1964年6月15日《笠詩刊》創刊，發起人有

吳瀛濤、詹冰、陳千武、錦連、趙天儀、白萩、黃荷

生、薛伯谷、王憲陽、杜國清、古貝、林亨泰等十二

位。至今已將近五十年，發行294期，在臺中中部

創刊，已成全國性臺灣現代詩誌。國內外交流有世

界詩人大會、亞洲詩人大會。陳千武、金光林、高

臺中市人，1935年生。歷任任臺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國立編譯館編纂等職務，靜宜大學臺灣

文學系教授退休。曾獲得吳三連文學獎、真理

大學牛津文學獎，著有詩集《果園的造訪》等

十多種、散文集《風雨樓隨筆》等及《趙天儀

全集》十六冊。

趙天儀

■ 臺中一中是臺中市資深作家趙天儀的母校，培育諸多文人。

■ 「笠」詩社詩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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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問：「臺中文學是什麼」？答案當然

是：住在臺中的作家寫的作品，或是

以臺中為題材的作品。

所以，「臺中文學」的發展，不外乎培養寫作

人才與挖掘臺中題材。

記得葉石濤說過，臺灣文學亟需擴大創作題

材的「空間」和「時間」。

如果把這句話套在「臺中文學」上，則「臺中

文學」的發展，的確在題材上需要寫作者多方關注

「臺中的空間和時間」。

尤其縣市合併後，「臺中」已經包「山」包

「海」包「都會」。這裡的族群聚落除了閩南、客家

外，還有原住民族；這裡的古蹟建築，除了寺廟、

公有建築外，還有民宅大院；這裡的生態環境，除

了公園綠地外，還有高山大海；同時，這裡的人文

風俗、歷史遺跡，皆足以讓過去的臺中市民或台中

縣民，從寬闊的角度、從嶄新的視野來重新認識。

所以，「臺中文學」可發展的「空間」題材，除

了都市文學、庶民文學，或是飲食文學、旅遊文學

外，如原住民文學、客家文學、海洋文學、宗教文

學、山林文學等，都能顯出臺中文學的特色。

臺中的開發時間早，加上地處島嶼中央，以

明道文藝雜誌創社社長，主持編務三十三年，

為臺灣最資深文學雜誌主編；並主辦過二十六

屆全國學生文學獎，拔擢文壇新人無數。現任

明道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獲行政院新聞局雜誌金鼎獎、中興文藝獎章、

臺灣區師鐸獎、五四文藝獎、行政院新聞局金

鼎獎特別貢獻獎、臺中市榮譽市民獎章等。

陳憲仁

臺中文學
的題材與人才      
text / 陳憲仁

及古時行政地位的重要，自古即為人文薈萃之地。不少歷史事件、文化活動，都與臺中有關。故在

時間軸上，可以挖掘、採集、探索、記錄的人與事，可謂取之不盡，如大肚社的傳說、丘逢甲的往

事、林爽文、戴潮春等事件及「櫟社」雅聚、文化協會等活動，如果一一寫進文學作品，臺中文學

的內涵將益加豐厚。

當然，文學的發展，最主要的必須有人才、有風氣。

寫作人才的培養和寫作風氣的鼓吹，在臺中，其實已有很好的根基。過去，臺中有報社、雜誌社、

寫作班，創作人才的栽培、文學活動的推廣，均甚見成效。現在，雖然報社皆已關閉，雜誌亦甚蕭條，

不過，在臺中的大、中學校，仍有不少頗具歷史、頗有規模、頗見用心的「文學獎」在舉辦。如《明道文

藝》的「學生文學獎」被譽為「文壇的源頭活水」；中興大學的「中興湖文學獎」也已邁入30屆、並擴大

為全國性的大學徵文；東海、逢甲、靜宜、臺中科大……等校也都有類似的徵文傳統。

即使中學，亦不遑多讓，臺中一中和臺中女中的「中一中、中女中聯合徵文」一直是兩校的文學搖

籃；惠文高中等十多所中學聯合舉辦的「中臺灣聯合文學獎」，也長期在學校裡做著文學扎根、種子培

育的工作。

再加上每年文化局「臺中文學獎」的舉辦，年年都可以見到文學花園的繁花盛景。

所以，臺中寫作人才的發掘，在在地文學獎的深耕下，已如伏流一般，隨時都在文學的土地上噴湧

而出。

當臺中躍為五都之一，繁華的市容街景、便捷的交通建設，勾勒出欣欣向榮的美夢時，我們更希望

藉由文學人才的增多、文學題材的豐厚，來定位臺中的歷史、突顯臺中的特色！

■ 臺中的文學發展極為蓬勃。圖為大墩文學獎

（前臺中文學獎）及臺中市作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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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傳奇

臺中的
在地記憶      

text / 陳器文

Google 一下臺灣的地圖，看看

臺中在哪裡。

臺中，不那麼中央，也不那麼邊陲，位居島嶼

的左上方，是臺灣的肝膽，有肝膽的勇氣與血性，

臺中的文學，就是滿腔熱血、掬誠相示的文學。

18歲立志，一生初志不改的文學鬥士楊逵，

他的文學生涯，應當從木門縫後一雙九歲孩童的

眼睛談起：當年九歲的楊逵，在家家關門閉戶的肅

殺氣氛中，從大門縫口向外看，看見日軍武裝鎮壓

部隊的炮車轟隆隆從家門前過。這樁農民以竹竿

綁菜刀對抗長槍大砲的反抗運動，史稱噍吧哖事

件。殺氣逼人的景像，像鎂光燈閃痕一樣，烙印在

楊逵的記憶中。尤其，楊逵翻閱到一本經臺灣軍司

令題字，總督府警務局長寫序的《臺灣匪誌》，使

楊逵深深驚愕：「有些歷史之不可靠、有些法律之

不公道！」才念中學的楊逵要以筆為鍬，挖開覆土，

透過書寫糾正被歪曲的歷史。此後，楊逵雖然多次

被捕入獄，出獄再入獄凡十二次，雖然貧、病，雖然

歷經無數次的變故與挫辱，未曾放下他「放膽文

章筆為鍬」的信念。我們尋找1936年楊逵以火葬

場為鄰，拓墾「首陽農園」的遺址；再探訪1961年

楊逵在大肚山丘陵坡上匍匐開墾的「東海花園」，

發現昔為火葬場、今則前廊後廈；昔為野屋茅簷、

如今則成墓阿埔，楊逵畢生「用鐵鍬把詩寫在大

地上」，實跡亦或無存，真相的根苗卻種在人們心

上，這就是臺中的文學。

1908年，南北兩端的縱貫鐵路在中部接軌，

鳴笛來去中，臺中市聯絡南北，吞吐八方，是臺灣

的肺腑。臺中的文學，就是個人情感的小鄉土，連

接人們經驗大鄉土的文學。

雞，

縮著一腳在思索著。

而又紅透了雞冠。

所以，

秋已深了⋯⋯。

這首22字的短詩，是臺中《笠》詩社初創成

員林亨泰的〈秋〉歌，早年以日文寫作的作家們，

改用中文後，就像「縮著一腳」，雖如「紅透了雞

冠」有著許多心內的話，卻也不得不以最簡單的

文字去表達。在臺灣南、北詩壇標榜超現實的實

驗路線時，《笠》詩社的詩人反向寫他親在眼前

的鄉土與社會，正如詩社同人巫永福一首俳句般

詠嘆的〈泥土〉歌：

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

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

飄過竹叢　落葉亮著

向那光的斜線　鳥飛去

…… ……

潮濕的泥土發出微微的芳香

寒冷的泥土發出淺春的芳香

泥土連接你我的臍帶，也連接了父母與鄉

土，《笠》詩人以泥土般拙樸踏實的筆風，傳承了

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香火，也浚通中日語文書

寫的障礙，成為提燈引路的一代。《笠》詩刊自

1964年創刊迄今，舒緩卻不間斷的旋律傳唱半世

紀，創造了一則詩界的傳說，詩界的傳奇，這就是

臺中的文學。

臺中，在臺灣臺中盆地的中央，端坐盆地腹

腔的臺中市，是臺灣的左心房，臺中市民的在地

書寫，就是心房顫動的文學，一悲一歡的收縮，讓

讀者撩起記憶的悸動，感受血肉的歡樂與疼痛。

1902年，霧峰的林癡仙與其他幾位年輕詩人

創辦櫟社，倡擊缽吟，自稱廢人治廢學；同年，變

法救亡奔走海外的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新小說月

刊，倡小說救國。5年（1907）後，櫟社同人林獻堂

在奈良巧遇梁啟超，二人同根異國，感慨萬端，相

見即成莫逆。又5年（1911），梁啟超從神戶來到臺

灣，林獻堂及地方父老前往迎迓，這次故人相見，

無限激動，梁啟超與櫟詩人在臺中公園瑞軒即席

賦詩，葉榮鐘形容當時悲中取樂的情境說：「震動

一時，不脛而走，傳遍全臺各個角落，連我這個當

時只有十一二歲的小孩也能夠朗朗上口，至今猶

一字不忘」說這話時的葉榮鐘已67歲了。

文學從來不為政治服務，也不為城市服務，

然而在風急雲險的時代，櫟詩人與梁啟超在生命

交會時素心相待，有歡笑更有淚水，留下難以忘

懷的在地記憶與人文傳奇，這就是文學，臺中的

文學。

中興大學教授，著有《臺中市志．藝文志》、

《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臺灣小說志稿》等。

陳器文

■ 櫟社詩友合照：1911 年林獻堂（前排左 2）、梁啟超（前排左 5）

與櫟社詩友合照於臺中公園。（王派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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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臺中
 文學館

經驗之談
text / 彭瑞金

我來
到臺中任教一轉眼已經十幾年了，但

對「臺中文學」其實了解不多。過去所

熟知的楊逵、張文環、陳千武、張彥勳、詹冰、洪醒

夫……都已作古，健在的盛壯之輩，都沒有特別的

研究。何況，已有施懿琳、許俊雅、楊翠，以及陳明

臺等人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和《臺中市文學發

展史》，對於「臺中文學」有了翔實的記述，好像都

輪不到我這臺中過客胡言亂語。最近，因為廖振富

教授受託撰寫大臺中文學史及文化局規劃籌設臺

中文學館，希望我提供「地方文學史」的撰寫心得，

才知道臺中市正在進行的若干文學壯舉。這裡想提

供的是我的高雄文學經驗，給臺中文學參考。

平生有幸參加過臺灣第一座、完全由民間發

起、民間集資的作家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的

籌建工作。也有幸參預了臺灣第一座官辦地方文學

館──高雄文學館的布展工作。鍾理和紀念館因為

是民間集資不易，加上外在的因素干擾，建館的過

程稍長，而且是分階段完成。把館舍完成後，得面

對沒有內容的窘境，後來還是「時間」把問題解決

了，只要有足夠的堅持，自己撐得過久，就能得到助

力。我想說的不是這些，因為官辦文學館都是按計

畫行事，不會有這方面的困境，我想提供的是我們的打帶跑經驗。基於戒嚴時期的謹慎，

鍾理和紀念館對外宣稱，實質上是「臺灣文學資料館」。然而，我們都非常清楚，即使我們

收藏了足夠或珍稀的臺灣文學資料，座落在高雄美濃尖山腳下的館，也無法發揮太大的

功能，何況，根本無力做到善盡文物保藏的設備條件。於是，我們在館舍完工還遙遙無期

的情況下，就開始辦理「笠山文學營」，以鍾理和文學，以臺灣文學、以文學營講師陣

容，「收集」臺灣文學的知音、愛好者。很多館的劣勢、困難，都因文學營的年年舉辦

而迎刃而解。甚至，在辦理文學營時忘了館舍的存在，但因建館凝聚的資源和力量，後

來還做了很多延伸「工作」，因限於篇幅無法多談，但館不在大有動才靈，是我個人得

到的最大收穫。

至於，高雄文學館又是另一種案例。該館是應地方文化、文學工作者之請而設立。利

用政府機構的閒置空間修建而成。受到原有空間格局的限制，既無法成為理想的文學博物

館展示空間，也無法是理想的文學活動空間。後來，雖然幾經調整、小修，仍然無法非常理

想。然而，它從有限的作家影像、文件展示空間往數位影像製作去做空間的無限界延伸，用

出版品，例如出版《高雄市文學史》，蒐集高雄市

作家著作，都因而擴大了高雄文學的空間。此外，

密集地辦理高雄市作家的作品展覽兼講座，也讓

文學館出現人潮，最主要的是，它成了高雄市文

學的聚焦點。高雄市知名文學家的雕像就座落在

文學館旁的公園，文學人的聚會、座談會、新書發

表會，都曾經突破原有的空間格局，延伸到館舍

的戶外舉行。館發出的文學能量，遠遠超過它的

外觀給人的可能想像。

我想提供的地方文學經驗是，絕不要以「地

方」自我設限，可以以開闊的加法擴張臺中文學

的領域，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放眼臺中文學的未

來，所有能為臺中文學匯聚的文學能量，卻不應

輕易放過。然而，文學的動能、量能哪裡來？便是

需要一部發動機，不斷利用文學營、文學獎、文學

講座、文學出版、文學展覽……釋放文學館的能

量。我所參與過的兩個文學館，都是經歷過這樣

的過程而挺立的。

現為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專任教授暨臺灣研究

中心主任、臺灣筆會理事長，《文學臺灣》雜

誌主編；研究主題與專長以文學評論、臺灣客

家文學、臺灣原住民文學、臺灣文學史為主，同

時為多產的文化、文學評論家。

彭瑞金

■ 高雄文學館及其展出文學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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